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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多所傳統愛
國學校在今屆文憑試收穫大批星星，其中培僑
書院大豐收，學生李祉滺考獲5科5**成為「榜
眼」，並有一人取得4科5**。該校今年各科整
體達五級或以上的百分率為50%，創下歷年新
高。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成績
超出預期。來自醫生世家的她有意跟隨父母步
伐，在本地習醫，將來在公立醫院服務普羅大
眾，「可能會辛苦，但我相信在公院才會見識
到最真實的情況。」

培僑書院的資料顯示，今年有125名考
生，核心科目達五級或以上的百分率有45%，
各科整體達四級或以上的百分率為82%，遠高
於全港平均的37%，也創該校歷年新高。該校
有52人取得最佳5科25分或以上，佔該校全體
考生的42%。若以5**計算，有30人取得最少1
科5**，當中包括一名「榜眼」取得5科5**及1
科5*；另一人取得4科5**、1科5*及1科5；三
人考獲3科5**、2科5*及1科5。
談及該校今年誕生的尖子學生，培僑書院校
長吳育智指學校一直都有不少優秀學生，去年
就有學生考獲5科5**，並在數學延伸部分同樣
取得5**。而今年幾位尖子都是品學兼優，積極

參與校內外不同活動，也是優秀的學生領袖。
位處觀塘的福建中學今年有188人參加文憑
試，所有科目整體合格率（2級或以上）達
99.1%，優良率（4級或以上）達64.5%，符合
「332A22」亦達78.7%。學生徐禮綱考獲2科
5**、3科5*，陳泓愷獲2科5**、1科5*，陳栩
越獲2科5**，成績優異。
據香島中學統計，學生共考獲19個5**、54個

5*或以上、137個5級或以上、389個4級或以
上，整體合格率為98%，較全港85.4%為高，中
文、英文、公民與社會發展、M2、生物、物
理、企會財、歷史、中國文學、體育、視藝合格
率皆達100%，考獲大學入學資格者達77.7%。

培僑書院「榜眼」盼學醫服務大眾

昨日下午放榜後，方大課程諮詢現場
人頭湧湧，考生李錚漢特意前來了

解該校社會科學系課程，尤其關注社會
工作及人本服務高級文憑課程。他認
為，社會科學重視人際互動，課程設計
兼具社會連結性與實用性，完成學業後
將有助職場發展。
另一考生韓林疇在中文、英文及資訊
及通訊科技科（ICT）獲3級，數學與
旅遊及款待選修科取得2級。他此前已
有留意方大的犯罪及安保科學課程，又
向就讀該校的友人「探路」，相信其學
習氛圍適合自己，故放榜後立即到來報
名。他強調對犯罪學很感興趣，也相信
自己的ICT背景有利修讀此科，期望畢
業後能在海關或網絡安全領域發展。

「有專業認證，更受僱主歡迎」
聖伯多祿中學校長許瀚賢昨日帶領兩

名DSE學生來方大了解其課程資訊。他
指方大幼教、社工、護理等課程水平高
具認受性，對學生而言有吸引力，「課
程是否理論與實踐並重，完成學習後是
否能獲專業認證等，均是學生們關心的
重點，只因有專業認證的求職者，更受
僱主歡迎。」
方大副校長（行政）及秘書長梁詩明

表示，至昨日下午3時方大及白英奇已
收到逾3萬份申請，而校方今年計劃招
收2,500名新生。她提到，護理、物理治
療、社工、人工智能等一直是該校的
「明星」課程，加上新開設的犯罪及安
保科學課程，報讀情況均相當踴躍，其
中護理學收到約9,000份申請，約13人
爭一學額。
恒大校長何順文昨日表示，該校今年

收到逾一萬份本科課程申請，本地生及
非本地生分別增加22%及20%，預計將

會招收1,600名本地生及600名非本地
生，尤以環球商業管理課程競爭最為激
烈，平均4.5人爭一位，而中文及心理學
課程則約3人爭一位。
他指該校非本地生現佔總學生人數的

25%，隨着未來宿舍及教師人手等配套
增加，將逐步增至約35%。
東華學院表示，該校透過聯招收到逾

2萬份「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
學士課程的申請，當中獲納入教育局應
用學位課程先導計劃的醫療資訊及服務
管理課程申請人數較去年大增五成，而
競爭最大的為放射治療學、物理治療學
及醫療化驗科學3項課程，前者多達110
人爭一學額。
該校校長陳慧慈指，今年全校整體入

學申請較去年升近兩成，而受惠於特區
積極推廣「留學香港」品牌，非本地生
申請人數更大增近七成。

今屆DSE共有5.4萬名考生，

除了透過今日起進行最後改選的大學聯

招（JUPAS）入讀資助大學課程外，各

自資專上院校的靈活升學路徑，特別是

近年力推的應用性課程，亦為考生帶來

更多選擇。多所自資院校均反映今年報

名反應熱烈，其中去年成功升格並獲批

成為應用科學大學的聖方濟各大學，連

同正申請加入的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接

獲逾3萬份申請，負責人形容數字反映

應科大認受性持續提升。同樣有意申請

成為應科大的東華學院，至昨日逾6,600

人報讀非聯招課程，較去年同期上升

25%。香港恒生大學今年亦收到逾一萬

人報讀本科課程，比去年同期多兩成。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至昨日下午2時有超

過2.1萬人報讀課程，較去年上升12%，

並已發出8,600個取錄通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陸雅楠、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文憑試考生由即日起
至本周六（19日）的指定時間內，可以進行最後一次大學
聯招（JUPAS）改選課程。有輔導機構表示，有考生考獲
19分，對成績喜出望外，但聯招改選在即，自覺成績屬
邊緣分數（18至21分），擔心選科排序失誤會錯失入大學
的機會。青協建議這類考生宜審慎部署改選，尤其是
Band A2及Band A3的選擇更需要穩健，可同時報讀非
聯招課程作雙重保障，更要留意個人改選時段，準時遞
交以免錯失良機。至於對有意申請成績覆核者，專家引
述考評局數據指，過去成功上訴的科次僅約1.5%，考生
應先假設覆核未能升級，擬定後備方案。

青協：抉擇前宜先釐清心路
香港青年協會昨日發表文憑試放榜支援服務個案剖析，
其中有考生的興趣傾向會計、行政等傳統職業，惟家人擔
心相關工種將被人工智能（AI）取代，鼓勵他選讀科技相
關學科。該同學於是考慮AI跨學科課程，但高中未有修
讀資訊及通訊科技，亦自覺興趣與能力不符，最終選擇
工商管理，惟始終憂慮畢業時行業趨於飽和。青協建議
考生宜先釐清選擇跨學科究竟是源自對知識的好奇、對
未來工作的憧憬，還是出於外界期望或焦慮，要認清考
慮的關鍵因素才有助作出更合適自己升學的抉擇。

學友社：大學計分工具助估分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則提醒同學，考慮JUPAS
改選時，不應只以過往收生成績為唯一依據，而是綜合
考慮科目計分比重、競爭人數、院校彈性收生、面試安
排等因素，以及留意部分院校公布的預計收生成績，
「同學可以善用大學計分工具，先計算自己在該學科的
最終分數，並於改選時用作參考。」
他又提到，過去有同學誤以為可於7月17至19日內
的任何時間改選，但真實情況是只能在獲派選的指定時
段內進行，屆時可任意調動先後次序、刪除名單上的課
程、新增最多5個新課程，但全部課程選擇不得多於20
個。而成績覆核申請的截止日期為下周一（21 日），
日校考生亦需注意，各間院校或會因行政安排而要求他
們早於21日前遞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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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與明愛白英奇接逾3萬申請 東華恒大報讀者增兩成

蔡 若 蓮 為 考 生 打 氣

●

香
港
大
學
附
屬
學
院
署
理
校
長
盧
兆
興
（
右
二
）
、

副
校
長
周
雪
玲
（
左
二
）
以
及
兩
名
應
屆
畢
業
生
一
同

會
見
傳
媒
。

學
校
圖
片●

韓
林
疇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陸
雅
楠
攝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九龍灣校舍設有即場
報名及課程查詢攤位，現場查詢及報名人
數眾多。 學校圖片

●培僑書院今年有52名學生於文憑試取得最
佳5科25分或以上。 學校圖片

應科大認受性升 多校報名踴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
昨日到訪位於大埔的王肇枝中學，為文憑試考生打氣。她認為
今年考生的整體表現穩定，有些方面更超越往年，「這是疫情
後全面復常的一屆，相信各種有利同學學習、安心下來的因素
多了，同學的表現因此較好。」她又注意到今年選擇應用
學科的考生明顯增加，反映高中課程優化後，學生有
了更多選擇，能按自身興趣多元化發展，令人欣喜。

20252025年年77月月1717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

2025年7月17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李佩瑾 ●版面設計：奇拿文 匯 要 聞A4

歡迎反饋。港聞部電郵：hknews@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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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昨

日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出席開幕式致辭時

強調，中國將堅持分工協作、開放包

容，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互利共贏的推

動者，促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

智能化、綠色化轉型升級。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貿易中心，擁有「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和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
的獨特優勢，且實行普通法制度，可在
全球產業鏈中擔當「超級聯繫人」和
「超級增值人」的定位角色，加強深化
國際合作，助力國家促進全球產業供應
鏈穩定創新。

何立峰指出，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全球

產業鏈供應鏈開放合作，強調只有開放合

作才能帶來共贏發展。誠然，自由貿易是

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各國利

益，關稅戰、貿易戰沒有贏家。與個別國
家粗暴干預市場、以加徵關稅和限制措施
等手段逼製造業回流不同，中國在全球產
業鏈供應鏈發揮着穩定器的作用。中國是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一直以實
際行動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運行，
為深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促進世界
經濟復甦貢獻力量。

中國一向堅決反對人為將經貿問題政

治化、意識形態化、泛安全化，提倡構

建惠及面更廣，包容性更強的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體系，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

推動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維護以世

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

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之一，擁
有法治化、國際化、市場化的營商環境，
是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的重要橋樑。在供
應鏈領域，香港憑藉優質的金融、法律和
專業服務，為國際企業提供融資、風險管
理和跨境結算服務，幫助企業降低交易成
本，提升供應鏈效率。同時，香港具有內

聯外通的獨特優勢，能夠將內地的龐大市

場、先進製造能力與全球資本、技術和需

求無縫對接，協助國際企業進入內地市

場，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例如，香

港可以作為技術轉移和知識產權交易的平

台，促進雙方企業合作共贏。

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如

火如荼，將陸續吸引國際創科企業、人才

落戶，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實現人

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創新要素跨

境流動，深化產業供應鏈的國際協同創

新；香港亦積極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

展，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產業互補，共

同培育新興產業鏈供應鏈，打造具有全球

競爭力的供應鏈網絡。

香港擁有雄厚科研實力，在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等領域具有領先優勢，通過與內

地合作，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數字化、智

能化、綠色化的轉型升級注入新動能。當

中包括，推動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在供應

鏈中的應用，加快相關技術研發和成果轉

化，為全球供應鏈創新提供重要支撐，並

持續增強香港競爭優勢。

發揮香港優勢 促全球產業鏈合作共贏
證監會發布《2024 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

查》顯示，截至去年年底，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

務的管理資產總值升13%，至35.1萬億元，淨資金

流入飆升81%至7,050億元。調查顯示香港營商環

境持續向好，對國際資金的吸收力持續增強。在全
球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香港擁有穩定的投資
環境，有充足條件發展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財富及資
產管理樞紐。香港積極為投資者提供多元、穩定、
可觀回報，令到資產保值增值，進一步擦亮香港投
資創富天堂的金字招牌。

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國際資本和企業持續

以真金白銀向香港投下信心一票。一方面，淨資金

流入香港的金額飆升；另一方面，公司遷冊制度於

5月23日正式生效後，截至7月11日，公司註冊處

已收到265個有關遷冊的查詢，印證香港對國際企

業極具吸引力。

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在《2025 年全球財富

報告》中，將香港和瑞士並列為全球兩大跨境財富

管理中心，尤以香港的跨境財富總值增長領先全

球，達到了2,310億美元，按年增幅達9.6%，超越

了全球平均水平。這表明香港不僅是亞洲地區的主

要財富管理中心，更是世界級的資產配置樞紐之

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有信心香港在兩三年

內成為全球最大的跨境財富及資產管理樞紐。

香港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業蓬勃發展，是多重優勢

和努力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香港既享有內

地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巨大紅利，又保持與國際市

場緊密聯繫。香港與內地的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為
香港的財富管理市場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豐富
的投資機會。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

完善的金融體系、健全的法律法規以及高度國際
化的營商環境，這些都為國際資金的流入提供了
堅實的保障。正如金發局主席洪丕正所言，香港

在稅務、資金自由流動以及法治等方面的競爭優

勢依然存在，能夠幫助企業應對當前複雜多變的

國際環境。

其次，香港積極發展多元化的投資產品。近年

來，香港大力發展人民幣計價股票、交易所買賣

基金、穩定幣等多元化的投資產品。香港資產管

理人管理的資產中，59%配置到中國內地及香港以

外市場。過去5年，他們的非股票投資提升13個

百分點至59%。這種多元化的資產配置策略，能夠
有效分散風險，提高投資組合的穩定性和收益
性，為投資者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與此同時，
多元化的投資產品有利於香港發展壯大離岸人民
幣市場，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再者，香港的金融創新和人才庫持續壯大，是

推動財富管理發展的重要因素。證監會調查顯

示，在香港註冊的開放式基金型公司數目，去年

按年大幅上升93%。數據表明，香港的金融市場正

在不斷吸引更多的機構和人才加入。香港作為財

富及資產管理樞紐的影響力正在節節攀升，證監

會亦致力透過拓展固定收益及貨幣市場，支持香

港提供全方位的國際金融服務。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的背景下，香港憑藉

法治穩定、充滿機遇的優勢，繼續吸引國際資金

流入，成為全球投資者的「避風港」和財富增值

的「聚寶盆」。香港應抓住機遇，深化與內地及

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努力提升在全球金融市

場的地位，致力打造成為面向全球的財富及資產

管理樞紐和領先的風險管理中心。

財富管理大有可為 擦亮投資香港金字招牌


